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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杰出人才奖”是省委、省政
府授予的省级最高人才荣誉奖项，旨
在表彰为治蜀兴川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的杰出人才，每3年评选表彰一次。第
三届“四川杰出人才奖”评选注重向领
衔重大科技任务和解决“卡脖子”难题
的人才倾斜、向着力技术开发运用和
成果转化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人才倾斜、向长期奋战在科研生产经
营一线和艰苦边远地区的人才倾斜，
最终遴选出14位杰出人才。

本届“四川杰出人才奖”是如何产
生的？获得者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为此，记者采访了省委组织部（省委人
才办）相关负责人和部分获奖者。

注重“重大”与“前沿”
他们肩负重任在行业领域最

前端攻坚克难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近年来，在
“四川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们的带动示
范下，一大批立足本职、开拓创新、攻
坚克难、奋发有为的优秀人才不断涌
现，成为推动全省人才事业发展的生
力军。

此次表彰的人才身上彰显着“重
大”和“前沿”两大特征，既肩负着时代
重任，又坚持在行业领域最前端不断
攻坚克难。

例如，四川大学化学学院教授、中
国工程院院士王玉忠在做好教育工作
基础上，还深耕专业领域，发明了“无
传统阻燃元素”全新阻燃技术，引领了
相关领域的发展方向。

作为我国核动力工程管理专家的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院长王丛林，
主持完成了核动力的研发、设计、建造
工作，实现了批量生产，建成了中国自
主的数字化核反应堆。

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
学院常务副院长（兼网络空间安全学
院院长）张小松，长期从事网络安全领
域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实现了我国
网络安全防御能力从单项技术突破到
智能化、体系化的跨越。

作为建筑设计领域的代表人物，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冯远解决了我国首例刚性屋面
索穹顶和世界最大规模大开口索穹顶
的关键技术问题。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
究中心副主任许乔，带领团队攻克了
硬脆光学元件超精密磨削与确定性抛
光技术，成功研制了大口径特种非球
面透镜，自主建立了巨型高功率激光
装置先进光学制造体系。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华西临床
医学院院长李为民，带领团队开发出智
慧化早期肺癌精准诊断系统，使肺癌筛
查漏诊率较美国方案大幅降低。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党委书记周激

流首次将我国自主设计、研发的118赫
兹氧气吸收通道融合应用于国家数值天
气预报业务，实现了全天候卫星观测。

西南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翟婉明，创建了车辆
—轨道耦合动力学全新理论体系，解
决了钢轨复杂振动状态下的轮轨空间
动态耦合建模和散粒体道床振动模拟
等国际性难题……

注重“一线”和“基层”
他们长期在科研生产经营战

线矢志奋斗

在领衔重大科技任务，解决“卡脖
子”难题之外，第三届“四川杰出人才
奖”获得者还呈现出长期扎根基层，并
在科研生产经营一线矢志奋斗的特点。

中国农业科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
党委书记、副所长杨其长深耕“三农”
领域，不仅创制出国际上首例栽培层
超过20层的无人化植物工厂，还研制

出了较国际同类产品成本低70%以上
的低成本设施叶菜工厂化成套装备。

巴中市巴山牧业股份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张育贤自2009年返乡创立
巴山牧业公司以来，专注濒临灭绝的
青峪黑猪保种及产业开发，相关课题
研究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
主任陈跃长期从事分子影像、融合影
像、靶向治疗研究，他推出的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镥177标记新药，降低了患者
检测费用，消除了对进口药物的依赖。

省文联主席、省川剧院院长、四川
艺术职业学院院长陈智林潜心川剧事
业40余年，两次获得中国戏剧表演艺
术最高奖“梅花奖”。

长期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的省
地调院综合所副所长唐文春，不仅建立
了“新兴矿产勘查创新工作室”等科研
平台，更带领团队先后在锂、钒、铼、石
墨等新兴资源找矿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四川安仁建川文化产业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长、四川省建川博物馆馆长樊
建川专注收藏中国百年历史40余年，创
建的四川建川博物馆拥有藏品1000余
万件，其中国家级珍贵文物4790件，全
面生动展示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奋斗历史……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省委组织部
（省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全
省科研生产经营一线选树“杰出人才”
只是手段和形式，根本目的是希望树
立榜样，引导全省各级各部门围绕加
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创新人才集
聚高地，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
快形成天下英才聚天府的生动局面，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樊邦平

14位来自我省各行各业的杰出代表获得四川人才最高荣誉

为何他们荣膺第三届“四川杰出人才奖”

特别报道

第三届“四川杰出人才奖”获奖人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营造良好科研氛围，四川有何妙招？
3月28日，四川省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暨第三届“四川杰出人才奖”颁奖仪
式在成都举行。会上公布了2022年度
四川省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和第三届

“四川杰出人才奖”获得者名单。
治蜀兴川事业的加速发展，离不开

不断奉献自身光热的杰出人才，为何他
们都会涌入四川？“妙招”或许就在这里。

妙招一：打造战略科技力量

四川拥有西部地区第一个国家实
验室，优化重组全国重点实验室5家；
国家高端航空装备技术创新中心、精

准医学产业创新中心、超高清视频创
新中心等获批建设，国家川藏铁路技
术创新中心成都研发基地基本建成，
全省国家级创新平台总数达到195个。

目前，首批4家天府实验室全部揭
牌运行，新建省重点实验室3家、省级技
术创新中心2家、新型研发机构26家。

妙招二：加大财政科技投入

2022年，全省地方财政科技支出
229.5亿元、同比增长8.4%，其中省本
级财政科技支出26亿元、同比增长
11.2%；建立并运行省自然科学基金，

去年支持项目超2000项，受资助科研
工作者数量较上年实现翻番。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航空与燃机、
工业软件及信息安全等5个省级重大
科技专项实施，科研人员突破“卡脖
子”技术，研制出F级50兆瓦重型燃气
轮机、超静音智能钻机、齿轨列车等重
大工业产品21个，育成川乡黑猪、川油
101等农畜新品种269个，3项重大成果
入选2022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妙招三：完善成果转化机制

四川每年实施100项科技成果

转化示范项目，启动科技成果转化
“聚源兴川”行动，开展国家科技成
果评价改革综合试点，布局建设龙
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的创新
联合体4个。

全面推进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
革，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
权或长期使用权，开展职务科技成果
转化前非资产化管理改革试点，让科
研人员“名利双收”。2022年，全省技
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649.8亿元、同比
增加18.1%。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边雪

“四川杰出人才奖”获奖者领奖。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欧阳杰 摄

王玉忠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丛林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正高级工程师

冯 远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许 乔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李为民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华西临床医学院院长，教授

杨其长 中国农科院都市农业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二级研究员

张小松 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兼网络空间安全学院院长），教授

张育贤 巴中市巴山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高级畜牧师

陈 跃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教授

陈智林 省文联主席、省川剧院院长、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院长，一级演员、研究员、教授

周激流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党委书记，二级教授

唐文春 省地调院化探队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翟婉明 西南交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樊建川 四川安仁建川文化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四川省建川博物馆馆长


